
林业工程学院 

 

 

林业工程学院现有一级学科三个：风景园林学（0862），

林学（0907）和中药学（1008）。其中风景园林学有三个二

级学科：风景园林规划设计、园林植物与应用和园林生态

与恢复；林学有三个二级学科：森林保护学（090703）、园

林植物与观赏园艺（090706）和林木遗传育种学（090701）；

中药学有一个二级学科：中药学（100800）。 

 

 

1. 食用菌 

2. 林木有害生物绿色防控、园林景观生态恢复、林木抗

逆分子育种 

3. 废弃物资源全物质循环利用 

 

 

1. 食用菌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团队（负责人：牛贞福） 

团队成立于 2022 年 10 月，目前团队成员 7 人，主要

围绕特色农产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、微生物提升土壤地力

进行研究，以解决食用菌、土壤肥力提升中，关键环节的

技术难题和发展瓶颈。创新中心通过研发高新技术、开展

学术交流，在科研成果转化和支撑学科建设方面实现协同

一、学院简介 

 

二、研究方向 

 

三、科研团队 



创新，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，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

展。 

2. 果蔬废弃物资源全物质循环利用校企协同创新团队

（负责人：张大鹏） 

针对山东省果蔬生产过程中由果蔬废弃物全物质高效

利用关键技术匮乏引起的资源浪费、产品附加值低、利用

率低以及环境污染等产业痛点开展研究。承担青岛市科技

惠民示范专项 1 项（经费：120 万元），获齐鲁农业科技奖

二等奖 1 项，第四届全省科技兴农奖优秀项目一等奖 1 项。

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，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，实用新型

专利 1 项。 

四、科研平台 

1. 食用菌绿色高效生产与精深加工联合实验室 

进行金针菇的关键技术研究，指导企业申报提升工程、

乡村振兴提振项目，改善食用菌生产经营条件；帮助企业

健全完善企业联农带农机制，推动发展“高等院校+龙头企

业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进一步辐射带动食用菌产业扩容

提质。 

2. 耐盐植物功能食品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（黄河三角

洲盐碱地经济林果高效利用协同创新实验室） 

本实验室于 2023 年第二批纳入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新

序列管理。实验室以酸枣等耐盐植物的前瞻性研究和产业



化应用研究为方向，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

国家战略，致力于研究盐生植物的耐盐机理、生物合成、

GAP 基地建设与精深加工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发展新模式。

实验室围绕新资源食品、药用植物等方面先后承担国家级

科研项目 3 项，省部级科研项目 4 项，其它项目 18 项；发

表科研论文 50 余篇，教研论文 20 余篇，授权发明专利 6

项；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2 项，山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

奖 1 项。 

3. 古树名木保护联合实验室 

古树名木保护联合实验室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和山东

祥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建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树名木鉴

定、病虫害识别诊断、综合防治、监测预报、园林养护、

古树名木保护、设计规划等方面，致力于推动古树名木保

护技术的创新与应用，加速科研及生产成果的获取及价值

转化，提高产业发展的科技水平。 

4. 果蔬废弃物资源全物质循环利用校企协同创新中心 

中心成立于 2023 年，实验室面积 200 平方米，目前团

队成员 8 人，主要研究方向采用昆虫高产种源群体及规模

化生产模型研发以黄粉虫为核心的生物系统技术，研究黄

粉虫过腹转化技术将果蔬废弃物转化为虫体和虫粪砂资源；

针对虫体利用生物粉体技术联合波系耦合及纳滤膜等物理

提取技术，研究提取黄粉虫优质蛋白，开发新型蛋白资源，



黄粉虫油进行多功能性日化用品（手工皂、润唇膏等产品）

研发；针对虫粪砂资源研发虫砂基人工土壤。中心与青岛

吉茂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、青岛虫来虫睐现代农业有限公

司、青岛梦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了稳定的产学

研合作关系，为争成为果蔬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的一面

旗帜。 

 

 

1.智能装备电气控制创新中心（负责人：潘莹月） 

智能装备电机控制方向重点研究电机理论、调速系统

及运动控制技术，电机调速系统的性能分析、机电一体化

以及人工智能控制在电机传动中的应用；研究智能装备的

测试技术、计算机仿真技术以及故障诊断的理论方法和装

置，解决智能装备中精准控制的实际问题，提高智能装备

的效率和精度。 

2.农业信息化创新中心（负责人：刘伟丽） 

农业信息化创新中心重点研究利用信息技术和通信技

术，对农业生产、管理、决策等各个环节进行数字化、网

络化和智能化的改造和应用。研究内容包括农业信息化管

理系统、农业物联网、农业大数据、农业云平台等方面。

具体上，一是研究智慧农业技术，重点是聚焦行业发展需

求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。从智慧农田、智慧种植、智能农

机等方面进行全面突破。二是推动农产品全产业链数字化，

四、科研平台 



加速农产品“加工-仓储物流-电商-追溯”各环节数字化改造

升级，形成农业全产业链信息流闭环。三是基于大数据技

术开发并健全农业农村数据资源体系，深入推进农业农村

大数据发展应用。四是强化科技创新体系，加大相关关键

核心技术攻关，壮大农业农村信息化产业体系。 

 

 

 

序号 代表性可转化科研成果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1 

进行金针菇的关键技术研究，

指导企业申报提升工程、乡村

振兴提振项目，改善食用菌生

产经营条件；帮助企业健全完

善企业联农带农机制，推动发

展“高等院校+龙头企业+合作

社+农户”模式，进一步辐射

带动食用菌产业扩容提质。 

牛贞福 
1328770775

9 

2 

实验室主要建设研究内容为

“酸枣等耐盐植物的前瞻性研

究和产业化应用研究”，聚焦

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

展国家战略，与我省黄河三角

洲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及盐碱地

综合开发利用紧密结合，以酸

枣等耐盐植物的前瞻性研究和

产业化应用研究为方向，致力

于探索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开发

利用技术新路径，探索酸枣种

植与精深加工相结合的技术创

新发展新模式。主要包括建设

2000 亩标准化种苗繁育示范基

束靖 
1866012030

2 

五、代表性可转化科研成果 



地，搭建耐盐酸枣等食药植物

良种选育、育种、推广平台；

开发具有鲜明黄河三角洲地域

特色的食药产品，搭建食药产

品研发平台。 

3 

实验室致力于古树名木资源调

查、收集和保护，开发保护措

施的关键技术，服务于专业教

学、科学研究，惊醒科技成果

转化、高端人才培养、项目合

作等。 

束靖 
1866012030

2 

4 

昆虫高产种源群体及规模化生

产模型建立以黄粉虫为核心的

生物系统技术，通过黄粉虫过

腹转化技术将果蔬废弃物转化

为虫体和虫粪砂资源；针对虫

体利用生物粉体技术联合波系

耦合提取技术，提取黄粉虫优

质蛋白，开发新型蛋白资源，

黄粉虫油进行多功能性日化用

品（手工皂、润唇膏等产品）

研发；针对虫粪砂资源研发虫

砂基人工土壤，实现生态资源

的循环利用。成效：1.创立了

整套农业有机废弃物全物质资

源的循环利用关键技术集成，

解决农业废弃物资源浪费的产

业问题，以我校为第一单位获

得科研课题 1 项，新增科研经

费 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以

上，实现农业有机资源利用率

达到 100%，为企业创造 10 万

元以上经济效益。 

张大鹏 
1856235787

9 



 

 

0531-88910980、0531-88256815 

 

六、联系方式 


